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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的「華語作家創

作坊」於2020年創辦，意在邀

請各地的華文作家到訪浸大，於講座、

寫作坊等活動與香港觀眾分享寫作心

得、介紹不同地區的華文創作發展。今

年，浸會大學文學院邀請到包括內地作

家路內在內的三位不同地區的作家擔任

駐校作家，通過參與作家對談、個人講

座及主持寫作班等多項活動，為年輕的

寫作者傳遞經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圖：受訪者提供

異國文學行腳

本書是一本文學閱讀和
教學隨筆，它既是作者唐
睿習藝旅途的私紀錄，同
時亦是其他文藝行者的行
腳指南。作者在書中熔煉
了20多年於不同地域研
習、教授文學和文藝創作
的經驗，通過深入淺出的
生動筆法，介紹23位外

國經典作家，特別論述了影響一眾作家的文藝
思潮、歷史因素，以及作家的個人經歷和生活
秘趣，剖析各經典作品的誕生背景，為欣賞這
些作品提供既簡明又精確的切入點，並向有志
於從事文藝創作的讀者，揭示不同經典可供借
鑒和取法的地方。

作者：唐睿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烈火謎蹤

自「末日準備者」案
後，原本回歸平靜的小鎮
發生多起縱火事件，一開
始，大家以為只是青少年
惡作劇，直到兩位副警長
慘遭殺害，案情立刻急轉
直下。 FBI探員梅西．凱
佩奇與當地警局聯手查

案，卻意外捅出另一個潛在嫌疑團體——民兵
組織。作者以「末日準備者」及「民兵團體」
議題出發，將反政府、抗斥威權、遺世封閉、
對科技和文明不信任的特殊生活方式，詭奇巧
妙地編織進整部作品中，讓我們得以一窺罕為
人知的某種「美國生活」真相。

作者：坎德拉．艾略特
譯者：康學慧
出版：奇幻基地出版事業部

書
介

賣書成癡的真心告白

書是打開隱蔽自我的鑰
匙，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機
會親近書本。勞動階級在
匱乏的處境中，使出渾身
解數就是要讀書。工作環
境惡劣的煤礦工人，打造
出驚人的勞工圖書館！女
性更是不分階級都得克服

重重阻礙，才得以親近書本──不只要面對阻
止閱讀的丈夫，彼此之間甚至互相管束。本書
還破除我們對於廉價讀物的迷思，揭露這類
「不入流」圖書不容小覷的價值：狄更斯童年
時期都在閱讀「一便士恐怖故事」，而「印刷
紙張拙劣」的故事書更幫助歌德思考哲學！

作者：馬丁．萊瑟姆
譯者：胡洲賢
出版：時報文化

聯合出版集團日前啟
動「悅讀越好 悅聽越
美」抗疫公益計劃，邀
請讀者們「以讀攻
毒」。
由即日起至 4月 28

日，「知書」平台將面
向全港市民派送100萬
張免費「悅」讀卡，提
供200多種精品電子書
和有聲書；閱讀電商平
台「一本」則推出全場
20萬種精品圖書88折
優惠（部分圖書低至5
折）及100場藝文節目線上免費觀看，鼓勵市民安坐家
中，同享閱讀樂趣。
活動期間，市民只需下載登入「知書」App，按指示

操作，即可領取「悅」讀卡，200多種精品電子書和有
聲書類別涵蓋小說、流行讀物、香港專題、歷史文化、
藝術美學、親子教育、養生保健、防疫知識、商管財
經、時事政治等，包括：暢銷書作家陳美齡的《美齡幸
福便當》，獲選香港教育局推薦書目的《我的家在中
國》（48冊）套裝，知名作家、教育家小思老師的《香
港文學散步》，知名科幻作家劉慈欣的《流浪地球》，
連續數月領跑香港暢銷書榜單的陳倩揚《健康輕鬆飽住
瘦：低醣飲食生活提案》，以及多位香港知名兒童文學
名家如阿濃、馬翠蘿、卓瑩及何巧嬋的暢銷書。
100場精彩文化藝術活動則將在「一本」網站、App
及多個社交媒體平台播放，包括：知名藏家鄭寶鴻主講
《香港歷史考察之旅》，知名配音員馮錦堂介紹《我係
聲優．馮錦堂——配音員的好聲歲月》成書經過，知名
食評家陳紀臨、方曉嵐夫婦談《品味上海菜》，以及當
紅青年創作人米哈分享《昨天喝了河豚湯：50位作家，
50種面對殘酷世界的回應》創作背後故事等，市民可免
費於「一本」官方網站：www.mybookone.com.hk線上
觀看。

簡訊

聯合出版集團啟動抗疫公益計劃

送百萬張免費「悅」讀卡
百場次線上活動免費放送

《拿雲歌》的作者丁勤政（筆名
小河丁丁）出生於1972年，那麼他
上高中的時期，剛好是 1990年代
初。作為同齡人，很熟悉這部校園
小說裏所描述的高中生活，開辦文
學社，手工刻蠟版出版校園文學小
報，給心目中無比輝煌的國家級文
學期刊投稿，以及圍繞這一系列行
為產生的師生故事與同學情誼等
等，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發生
過。
丁勤政以寫校園小說尤其是童話
而為讀者所熟知，他不乏有作品帶
有科幻元素，屬於想像力比較豐富
的作者。但《拿雲歌》是一部筆觸
非常寫實的作品，它類似於工筆畫
一般，一絲不苟地描寫着校園的地
理位置、教室與宿舍樓的分布狀
態、學生在校園台階走上走下的樣
子。因為過於寫實，反倒生出一些
浪漫、朦朧的氛圍和情緒，細想之
下，這是讀者的校園記憶被成功激
發出來的緣故，與小說的情節、人
物、畫面互相交融了。
《拿雲歌》寫出了校園的形象、

氣息、味道。作者不僅對校園內的
每一副對聯、每一條標語都記憶猶
新，而且對校園裏的植物也有詳細
的描寫，在芭蕉、白玉蘭、女貞

樹、水杉、木芙蓉等樹木的蔭罩與
包圍下，校園裏的紅房子、白房
子、青磚樓、擺滿菊花的走廊，男
生303寢室，文學社女社長和女同學
們……彷彿都浸染了植物的清新或
芬芳，因此《拿雲歌》寫的不僅是
青春記憶，也是一份文化與地理記
憶。
《拿雲歌》裏有一位不會說話的

主角，那就是校園裏的那棵大香樟
樹。作者用詩一樣的句子描寫這樣
香樟，「空中儼然浮着一座森林，
枝葉婆娑，無風起浪，發出潮汐般
的聲音。站在樹下好比魚蝦潛入綠
海，上方閃爍着天空的碎片。」很
多人難忘校園生活裏那棵具有標誌
意義的大樹，一是因為那棵樹擁有
「百年樹人」的教育價值，二是潛
意識裏會覺得大樹無形中提供了一
種安全感，對於尚是孩子的學生來
說，後者似乎更為重要。
細膩的心理描寫是《拿雲歌》的

特點，冠勤從入學到結識舍友再到
融入班級的過程裏，他始終保持着
觀察者的視角，他眼睛裏看到的一
切，都在與他的內心互動着：一個
擺賣文學書籍的書攤、一位對他的
閱讀產生不小影響的書攤老闆、一
名愛好文學同時性格爽朗的女同

學、一張貼出來的校園文學小
報……如此種種，都在激發着一名
少年的忐忑與嚮往。冠勤審慎地打
量並觀察自己的內心，小心翼翼但
同時也積極向上地處理着情感與情
緒上的波折，不讓自己陷入自卑，
同時也阻止自己的敏感傷害到別
人。從這一特點看，《拿雲歌》屬
於一部「少年成長」題材小說，對
於當下的年輕讀者而言，從中可以
借鑒到處理自己內心問題的一些辦
法。

《拿雲歌》所敘述的校園生活，
突出文學生活之於青少年的重要作
用。在青春時期，尤其是中學時
代，缺乏了文學生活的浸染與滋
養，長大成人進入社會後，未免會
失去一塊「盾牌」。在校期間閱讀
了大量文學作品，並嘗試用筆去表
達困惑與發現，是進入社會前的預
先訓練。毛姆說：「閱讀是一座隨
身攜帶的避難所」，其實文學寫作
更是，如果可以將在校園裏養成的
寫作愛好長久地堅持下去，就一定
能夠在將來的生活當中，擁有一份
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力量感」。
受互聯網社交媒體與短視頻消費

等因素影響，當今社會的文學生活
氛圍也在逐年變淡。成人世界文學
情懷的消失，往往源自校園時代文
學熱的消退，《拿雲歌》的出版，
是對1990年代文學熱的一種懷念，
期望它能被當下的學生讀者們感知
到，並像書中主人公那樣，用閱讀
與寫作，給自己的青春留下更多厚
重且浪漫的底色。

書評

《拿雲歌》把文學當作成長的避難所
《拿雲歌》
作者：小河丁丁
出版社：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文：韓浩月

華語寫作除了是一種個人行為，有時在時代的
替換下更是一種群像，而內地作家路內便是

「70後」書寫者的代表者之一，在是次的創作坊
中，他的分享主題以「題材」為主，「以前我覺得
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但漸漸地，我覺得寫什麼
更重要。」他說。

題材先於技術
在是次的計劃中，路內將以「同時代的陌生人」
為題開展座談會，他談道：「其實在這次的分享
中，整個課時大概只有6個小時，首先我不太可能
系統地去講一個寫作技巧的東西，我也沒學過這個
系統的寫作技巧，我想，請作家來的更多的想法是
從寫作經驗的角度，也可以說是一種對教材的補
充。」
「題材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由於受教
育程度愈加趨向的平均性，路內認為大多數人都有
寫作的能力，但是內地文學觀察認為青年作家的寫
作高度的同質化，「但這不是壞事，因為只有基數
大，才能有更好的作品出來。」
不過，路內在接觸過一些新人作者及學生所提
出的問題後，感到年輕人對於流派風格這些問題
普遍並不是很關心，「他們可能更關心作品在發
表層面、在影視轉化層面，怎麼樣能夠快速地讓
自己突出。當然這無可厚非，我們不能對年輕人
說，你應該默默地寫10年，然後你一朝成名，對
吧？」
由此一來，路內便首先降低自己對於「教授」的

期望，他說：「敘事技巧這個東西其實它真的不是
學出來的，而是通過閱讀和自身多寫多練，才能夠
建立這樣一種所謂的寫作技巧。希望對大家的寫作
能有一個激發，但並不是激發他們的寫作興趣，而
是激發他們寫原創中文小說的一種動力。」

文學的在場感
在過往的許多採訪中，路內不時談及自己的個人

經歷，這當然為他的小說帶來了一定基數的題材，
但他覺得，所謂「70後」寫作者以地理或時代為底
色為考量，並不是出於某種自覺性，「比如說我在
小說裏寫到1990年代的人口大流動，這個事情作
為一個時代的特大事件來講的話，我們當初是沒有
自覺性的，因為它真的不像戰爭一樣，一顆炸彈落
在人頭上，就覺醒。」路內認為文學是有趨勢的，
而這個趨勢便是當代文學的「在場感」。

浸大邀三位作家駐校
路內：以「題材」為切入點談創作

◆路內作品《霧行者》

◆路內

◆路內作品《十七歲的輕騎兵》

「好的電影像紀錄片，好的紀錄片像小說。」路
內引用他曾讀過的一句話來解釋，「人口流動的事
件在當時並沒有那麼顯性，但是你回過頭來看，在
我所經歷的時代，這件事情是個大事。因為是可以
被放到一個歷史背景中間去看的。」
路內被普遍認為是「70後」書寫者中對城鎮敘
事與工業時代最熟悉及描述最為動人的作家，但他
覺得，這些覺醒是滯後的，「20年過去了，慢慢確
實也被歸為說在談論時代、故土這些東西，這是因
為在傳統的文學結構上是有他的話語權的。」

時代是一種意識
時代背景有其天然的文化特性，「給予寫作者肯

定是有好處的，」路內自己願意回到更具衝突的時
代，那能產生的文學性更足，「但是對於當代的寫
作者來說，地理背景是他們的一個優勢，因為中國
足夠大，而且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上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能講到中國的性別差異，舉例說在上海，
男女之間就很平等，但是如果你往另一邊走的話，
它就不是了。那麼這是一個可以寫的東西。」
此外，路內舉例說，貧富差異、民族差異、城鄉

差異等，都是屬於中國特有的一種切入角度，是不
乏寫作題材的，「寫作者能夠盡快呈現出個人風
格，那麼首先是避免同質化，其次是建立風格。這
種風格最好是國際化的，因為你只講中國人的問題
別人聽不懂的，時代是一種意識。」
在路內的小說取材中，顯然是將「描述自我」放

在大時代或社會衝突之前的，他在即將出版的最新
作品《關於告別的一切》中，仍然不多不少地以個
人經歷為藍本，描述一個不得意的作家在時代洪流
中的高低起伏，他不認為小說中應當放太多自己的
想法或態度，「如果我們過度地站在自己的角度上
去談立場的話，它會減損小說本身的魅力，這是一
個顛撲不破的創作真理。」他認為寫作者當然有表
達自己理念的權利，但要進行一個權衡，「當然有
人能夠兩者都做到，比如魯迅這樣的作者，但畢竟
非常少。」
「因為我察覺到這幾年的情況就變得有點不一

樣，年輕人之間也不太願意交流，衝突比較多，這
就有問題了。老作家之間關係都很好的，我們講的
是交情。但年輕人因為很多時候沒有建立起這種個
人的友誼，於是首先選擇談的是政治、文化層面的
對抗，這是不好的。」他說。


